
南投縣水里鄉郡坑國民小學 

課程發展委員會暨課程發展研究小組組織運作規劃要點 

一、依據：  

(一)依據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規定：各校應組織「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全校各年級

的課程計畫，以確保教育品質。課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年級及學科

教師代表、家長及社區代表等，必要時亦得聘請學者專家列席諮詢。 

(二)教育部頒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二、「課程發展委員會暨課程發展研究小組」組織架構表 

項次 職稱 姓名 負責事項 備註 

01 主任委員 楊士弘 綜理學校總體課程發展事務。 校長 

02 副主任委員 蔡偉文 協助綜理學校總體課程發展事務。 家長會長 

03 總幹事 許倩萍 辦理學校總體課程之規劃及推動、審查

教學計畫、評鑑課程實施成效。 

教導主任兼彈性課程

學習領域召集人 

04 執行秘書 陳冠宇 承辦學校總體課程業務各項事宜。 教務組長、級任兼數學

學習領域召集人 

05 當然委員 林卉淇 協助規畫學校本位課程、審查教學計

畫、評鑑課程實施成效、教學資源、設

備添購。 

總務主任兼社會領域

副召集人 

06 委員 馬聖堯 協助學校本位課程規畫與實施、評鑑課

程實施成效。並擔任領域召集人協助推

動該領域課程發展與改進。 

訓導組長兼藝術(與人

文)、自然學習領域召

集人 

07 委員 馮盛瑜 協助學校本位課程規畫與實施、評鑑課

程實施成效。並擔任領域召集人協助推

動該領域課程發展與改進。 

級任兼健康與體育學

習領域召集人 

08 委員 許嘉玲 協助學校本位課程規畫與實施、評鑑課

程實施成效。並擔任領域召集人協助推

動該領域課程發展與改進。 

級任兼綜合活動學習

領域召集人   

09 委員 蕭悦辰 協助學校本位課程規畫與實施、評鑑課

程實施成效。並擔任領域召集人協助推

動該領域課程發展與改進。 

科任兼英語學習領域

召集人 

10 委員 洪綉虹 協助學校本位課程規畫與實施、評鑑課

程實施成效。並擔任領域召集人協助推

動該領域課程發展與改進。 

級任兼本土語學習領

域召集人 

11 委員 張國瑤 協助學校本位課程規畫與實施、評鑑課

程實施成效。並擔任領域召集人協助推

動該領域課程發展與改進。 

級任兼生活學習召集

人 

12 委員 石淑文 協助學校本位課程規畫與實施、評鑑課

程實施成效。並擔任領域召集人協助推

動該領域課程發展與改進。 

級任兼國語學習領域

召集人 

13 委員 林武玄 協助學校總體課程之推動 家長代表（六甲） 

14 委員 鄧慶雄 協助學校總體課程之推動 家長代表（五甲） 



15 委員 蘇宇豐 協助學校總體課程之推動 家長代表（四甲） 

16 委員 劉益宏 協助學校總體課程之推動 家長代表（三甲） 

17 委員 卓穎俊 協助學校總體課程之推動 家長代表（二甲） 

18 委員 余文誠 協助學校總體課程之推動 家長代表（一甲） 

19 委員 陳敬家 協助學校總體課程之推動 家長代表 

20 委員 胡弘振 協助學校總體課程之推動 社區代表 

※ 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成員之產生方式相關說明： 

1.兼具多重身分者只能選擇擔任一種代表。 

2.各類課程代表之任期皆為一年 

（每年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於每年九月底前推選各代表得連任之。代

表於任期中若職務或身分之變更，應即時遞補或改選之。 

3.校長得聘請學者專家或社區人士擔任本校課程發展顧問，視需要列席課程發展委員

會，提供諮詢。 

三、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時間預定表 

日 期 內         容 

*本年 9月 

(上學期) 

1. 審核本學期教學計畫並檢討上學年度課程實施情形。 

2. 討論修正策略。 

本年 10月 討論如何落實教育行政主軸行動方案。 

本年 11月 討論如何提升學生學習能力以語文、數學領域為例。 

本年 12月 檢討學校彈性課程實施成效。 

*來年 1月 檢討第一學期學校課程實施成效。 

來年 2月 

(下學期) 

3. 提出第二學期課程計畫之修正策略與執行計畫。 

2.討論課程銜接與補救教學策略。 

來年 3月 討論新興議題融入課程計畫。 

來年 4月 
1. 檢討學校本位課程實施之問題與建議。 

2. 討論學校 SWOTS策略與學校願景之修正。 

*來年 5月 

1.評選與審查新學年度教科書(配合教科書平選委員會運作)。 

2. 規畫新學年度課程計畫。 

3. 討論新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節數、領域課程節數分配。 

*來年 6月 審核新學年度課程計畫。 

四、預期成效 

（一）透過教育團隊的努力與推展，建立學校本位課程的實施模式。  

（二）經由不斷的進修、研討及實施教學實務工作，激發教師潛能，提升教師專業素養。  

（三）經由課程設計、教學演練及檢討改進後再實施的教育行動研究模式，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塑

造學校特色。  

（四）以教材組織化、課程本位化、教學生動化、評量多元化的教學，提升親、師、生與學校、社

區生命共同認同感。 


